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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作家范钦慧的脑海中，
有一张属于台湾的声音地图。她
知道在什么样的季节，或在什么样
的海拔高度会聆听到哪些动物的
声音。

这 是 她 十 几 年 野 地 聆 听 的 结
果。七岁时，她就学会了录音，偷
偷录过爸爸的打呼声，录过父母吵
架，后来也偷偷录自己唱歌、说故
事。出于了解自己生长土地的愿
望，她辞去固定工作，变身一名电
台主持人，做一档名为“自然笔记”
的节目，去野外采集声音，与听众
分享，开辟了一个以田野录音为特
色的广播节目。

她 走 遍 了 台 湾 的 山 川 野 地 寻
找心目中的自然声景——在兰屿，
她 邂 逅 了 凶 猛 的 角 鸮 ；在 富 里 森
林，她与朱鹂和猕猴相遇；在知本，
她看见山羌和飞鼠从眼前飞过；在
太平山翠峰湖畔，她被层次丰富的
虫鸣鸟语包围；在黑潮洋流底下，
她 听 见 了 呼 啸 而 来 的 的 鲸 豚 之
声。声音的灌注与洗礼，是她创作
的灵感与来源，写作、拍片，带着孩
子家人实践她的生活美学。

在 范 钦 慧 眼 里 ，声 音 是 被 遗
忘的主题。人类其实活在多元丰
富 的 声 音 世 界 里 ，声 音 也 宰 制 着
人 类 的 情 绪 、意 念。然而，人类世
界自发明内燃机之后，所有声景都
变了。各种各样被制造出来的声
响，让人习惯了 所 谓 的 环 境 噪 音 ，
开 始 用“ 习 以 为 常 ”的 态 度 面 对 。
在 范 钦 慧 看 来 ，这 是 对 自 己 感 官
的 封 闭 ，在 拒 绝 感 受 自 己 内 在 的
世界。

声音是一门学问，包括“观察”
声 音 、“ 观 赏 ”声 音 以 及“ 关 心 ”声
音。加拿大音乐家穆雷·谢弗曾经
以声景理念为架构开展过一项世
界声景的研究计划，试图在噪声充
斥的世界中，为人类所处的声音环
境与生态环境寻找一条和谐的出
路。在他所著的《世界调音》里，曾
经这么提议：把能否听到自己的脚
步声，列为城市的噪声标准之一。
意思大概可以理解为，我们居住的

地方，应该安静到足以听到自己或
者他人走路的声音。

安静是奢侈品，因为机器声遮
蔽了生命的本然。世界上也没有
绝对的安静。除了没有人烟的荒
漠高原外，各种机器是主导当今世
界的主要声音。地球上最安静的
地方，是实验室——美国欧菲尔实
验公司有个无响室，位于明尼阿波
利斯的边远地带，底噪只有负九加
权分贝。

但是，很多人还是在不断寻找
自然的宁静点，美国声音生态学家
戈登·汉普顿也在找，他几十年都
致力于寻找寂静的声音，寻找那一
平方英寸的寂静。

大概 10 年前，范钦慧也开始以
“自然声音”与“情绪分析”甚至“人
观”作为她的研究主题。从环境的
角度，她思考的问题是，自然声景
对 保 护 自 然 生 态 有 什 么 样 的 好
处？如何从声景来理解环境的变
迁 ？ 从 生 活 艺 术 角 度 ，她 想 问 的
是，如何在生活中保留一片可以修
复自己、疗愈心灵的自然声景？从
公共卫生角度，她想知道的是，人
的身体对自然声景如何反应？

范 钦 慧 并 不 知 道 自 己 能 不 能
找到答案，但她知道自己最大的能
耐是坚持。自然界中，有一种蝉，
会在地底下蛰伏 17 年后才出土羽
化，她也一样——愿以素朴之心面
对蛰伏，面对生命。因为她知道，
一切的答案，都在寂静中。

聆听寂静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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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钦 慧 ，自 然 作
家 、广 播 电 视 节 目 主
持 人 、纪 录 片 编 导 ，田
野 录 音 师 。 于 1997 年
起 制 作 主 持“ 自 然 笔
记 ”节 目 迄 今 ，并 于
2015 年 创 立“ 台 湾 声
景 协 会 ”。 著 有《跟 着
节 气 去 旅 行》、《抢 救
寂 静》等 ，作 品 多 次 获
得 文 学 类 及 新 闻 类 等
奖项。

《大自然声景》
一个野地录音师的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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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推荐

《纳博科夫的蝴蝶》为读者展
现了著名文学家弗拉基米尔·纳
博科夫对鳞翅目昆虫的痴迷，全
景回顾了他所做的蝴蝶分类学研
究，并通过大量详实的材料，以生
动的笔法讲述了纳博科夫的“双
L 人生”。本书也再现了当代鳞
翅目分类学家的工作方式，为读
者深入理解博物学的过去和现在
提供了鲜活的资料。

作者：（美）库尔特·约翰逊 史蒂
夫·科茨
译者：丁亮 李颖超 王志良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6 年 4月

作者：熊姣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5 年 8月

约翰·雷是英国现代博物学
之父，在生物学史上有显著地位
和深远影响。《约翰·雷的博物学
思想》从有关约翰·雷的研究文献
出发，结合英国 17 世纪的社会、
宗教与科学背景，试图以博物学
编史纲领的视角来叙述当时科学
活动的真实图景，探讨约翰·雷博
物学思想的内涵，分析其在 18 世
纪英国科学史乃至整个科学史上
的影响。

中国环境报：请您介绍一下《大自然
声景》这本书？

范钦慧：这本书记录的是我从 1997
年开始从事自然录音的故事。2012 年是
其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我开始感受到台湾
自然环境的变化：一些我喜欢的录音地点
的条件逐渐改变，噪声问题也越来越严
重。后来我阅读到一位美国录音师戈登·
汉普顿写的《一平方英寸的寂静》，这本书
让我感受到原来录音师是有通过行动来
影响世界的能力的。我成立了”台湾声景
协会”，希望通过声音的教育，让大家关
心身处的环境，串连更多的人来关心环境
议题。声音透露了很多讯息，我们必须学
会打开耳朵去关注环境的声响，透过生物
声学的研究来改善我们的环境，达到更加
和谐永续的目标。

中国环境报：写作过程中有哪些难忘
的感受、心境或事迹？

范钦慧：虽然我已经走过了将近 20
年的野地录音历程，但是当我开始关注环
境的声景教育时，我遇见了许多有趣的
人：有些是国际学者；有些是在台湾关注
环境噪声的教育者、文化工作者、声音艺
术家。这些多元缤纷的声音和故事打开
了我的耳界；同时随着对自己内在使命与
期许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感受到了
自己从”本我”到”真我”到”超我”的蜕变，
学习承担，学习用更多的行动力去改变。

中国环境报：书中讲述了很多人和
事，请问如何“选择”、“分配”这么多的人
物和素材？

范钦慧：这本书是一连串的相遇，却
又相互震动，相互关联。我把故事铺成一
条路径，一方面是对自己生命的回顾，一
方面是引领读者去经历不一样的声音风
景。有些是国外的寻声故事，有些是通过
不同的声音专业与理念的人跟声音对话，
后面的故事则慢慢地把焦点放在梦想的
实践上。寂静与喧嚣，在我内心也产生了
不同的回响。

中国环境报：书中提及的人物里，能
否介绍几位对您影响深刻或敬佩的人？

范钦慧：对我影响很深的就是这本书
一开始提到的野地录音师戈登·汉普顿，

他所阐述的寂静非常具有东方美学，这种
寂静深深打动了我。在我写这本书时，我
们并没有见过面，但却有非常深入的交
流。今年 6 月，我去美国参加国际会议，
正好拜访了戈登·汉普顿，并且跟随他走
了一趟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的一平方英寸
的寂静之旅。我愈发相信，声音的连结力
量很大。这次参访与互动使我所有的感
受变得更加立体完整，同时也为环保行动
带来更大的支持力量。

中国环境报：如果让您描述生活中最
理想、最舒服的状态，会是什么？

范钦慧：我非常感谢我能做与大自然
有关的工作，我生命中很多能量和创意的
来源，都是自然教的。人生没有所谓的舒
服状态，梦想需要拼搏才能实现，但是喜
悦与意义也在其中。

中国环境报：这本书的写作目标是什
么，您对读者有什么样的期待？

范钦慧：很多人以为大自然的声景只
是人类世界的背景音乐，事实绝非如此。
自然的声音受其 孕 育 背 景 和 各 种 地 理
环境等条件的影响，这种声音可以成为
环境健康的指标，也能够成为生态资源
保 育 的 重 要 项 目 。 但 是 我 们 目 前 的 政
策 、教 育 都 还 没 有 关 注 到 这 个 层 面 ，这
正 是 我 努 力 呼 吁 的 目 标 。 生 物 声 学的
研究、各种声音信息分析、大尺度的声音
环境监测都提供了很多科学的新命题。
在社会教育方面，则引导读者建构聆听的
态度，学会如何安静、专注地倾听；学习欣
赏包容不同的美好旋律，学会倾听的智
慧、倾听的美学……我相信自然可以带给
我们许多启发。

中国环境报：您未来有什么计划安
排？

范钦慧：我刚从美国回来，聆听到了
许多国际声景科学题目与趋势的讨论声
音，这体现着生态学新的发展趋势。而我
目前除了继续在台湾推动声景教育之外，
也开始关心国家公园的噪声问题及自然
声景保护的具体做 法 ，这 部 分 我 会 继 续
和 国 际 对 话 ，并 对 相 关 做 法 高 度 关 注 ；
同 时 我 会 一 如 既 往 关 心 城市中的自然
声景问题。


